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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7日，七林旺丹在昆明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与世长辞。雪山雄鹰走了，离开了
他无比热爱的父老乡亲，离开了他深情眷恋着的
土地。他把热爱人民，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廉洁
自律的传统、优良作风留给了后人。这是一笔比
万贯家产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雪山雄鹰七林
旺丹走了，他留下遗嘱，把骨灰带回东旺老家，撒
在雪山峡谷、硕曲河畔。当运送骨灰的灵车进入
东旺境内，沿途藏民手捧哈达，烧起堆堆香火，为
他们日夜思念的亲人诵经祈祷。

七林旺丹从一个上山只识砍柴路，下山只知
背水路，受尽人间折磨的农奴，在党的培养教育
下，成为全国民兵英雄，党的优秀干部，连续当选
党的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从普通
基层干部到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曾担任云
南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多次受到伟大领袖毛
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七 林旺丹这一
生，饱经风霜充满传奇色彩。在他担任迪庆州委
书记期间，带领各族人民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
政策，修公路，建电站，大干农田基本建设，为迪
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打下了良好基础，作出了
突出贡献，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实事。这
里，我们只选取其中的几个生活和工作片断。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
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

第一书记的七林旺丹，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民
族区域自治问题有过一次感人的谈活。这是他
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件大事，时隔半个世纪，直
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场面、那情景，总理亲切
的目光，始终记忆犹新。作为来自最基层的少数
民族干部，七林旺丹多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
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同商量国家大事，民
族兴盛大业。那次周总理和他的谈话，七林旺丹
印象深刻：记得在人民大会堂西南厅，他和出席
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正在讨论，周总理和其他
中央领导进来，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人们把
目光投向敬爱的总理。那时七林旺丹正在发言，
谈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问题。周总理看着
旺丹，专注地听着旺丹的发言，还不时询问身傍
的省委领导。旺丹带有浓重的藏族口音，有些地
方总理听不清楚，请一旁的省委领导翻译。总理
听明白旺丹发言的内容后，插话问道：“旺丹同
志，你们云南边疆少数民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怎
么样？”旺丹回答：“我很多时间在基层下乡，只了
解迪庆的情况。在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方面，迪庆
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不太好，因为迪庆属
丽江地区代管。”周总理问“代管”是什么意思，省
里的领导作了说明。周总理又问：“旺丹同志，你
说代管，管得怎么样？”旺丹回答：“其它地方我不
晓得，从迪庆情况来说，如果国家要建立自治州，
就要名副其实，如果不需要，干脆撤掉，并入其他
地区，不要搞自治州了。”周总理听完旺丹的发
言，望着省里的领导说：“云南十七个地州，中央
历来是承认的。省委要直接管，不要搞什么代管
了。对这些地处边疆的地州，要多给一些特殊的
照顾政策……”七林旺丹的话直来直去，没有一
点拐弯抹角。会后，和旺丹一起参加会议的省领
导和一些代表，埋怨旺丹不该用那样的口气对总
理说话，旺丹也觉话说得有点重，不该用那种方
式表达，但话已出口已后悔莫及。周总理十分重
视旺丹提出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要名副其实，
不能搞形式。后来，中央作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
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条例，云南省委取消了“代
管”。1973 年10月，迪庆州藏族自治州、怒江傈
僳族自治州正式从丽江地区分出来，重组机构，
独立办公，同时成立了迪庆、怒江军分区，不再由
丽江地区代管了。从此，迪庆、怒江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民族区域自治，完善制度，加大投入，经
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
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地区的重视和关心。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特别问了七
林旺丹的家庭情况，问旺丹家里有几个劳动力，
一年收入多少。旺丹都一一回答了周总理。他
说，我家在农村，家里有五口人，只有爱人是劳动
力，其他都是老人小孩。我调省里工作后，每月
拿49元的工资，农村一个劳动日只有6角钱……
当旺丹说到这里时，总理插话：“旺丹同志家里有
困难，一家人均收入才10多元，要帮助解决”。听
了总理的话，七林旺丹眼含热泪，心情激动！一
个7亿人民的大国总理，日理万机，每天有多少国
内外大事需要考虑，还惦记着他这个农奴出身远
离城镇的山村人家，问寒问暖，问到他的家庭人
口，生活现状。总理情系人民，心里时刻装着人
民，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多么伟大的胸怀！

奋战汤满河电站
上世纪1977年9月13日，是迪庆藏族自治州

成立20周年纪念日，七林旺丹以云南省祝贺团副
团长的身份，参加了迪庆州建州20周年的庆祝活
动。祝贺团团长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并经
过中甸，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
员的张铚秀。

行走在州府中甸宽阔的大街上，看着街道两
边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彩旗，一盏盏明亮的路灯，
七林旺丹心情特别激动。这是新建的汤满河电
站完工，正式向州府中甸送电的日子，那是迪庆
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建成的一座电站，是七林旺丹
时任迪庆州委书记期间，亲自抓的一个重点建设
项目。

1973年前，迪庆藏族自治州还属丽江地区代
管。1973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怀下，迪
庆才从丽江地区分家出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民族区域自治。刚从丽江分家，家底薄，城市建
设、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差，尤其是电力供应不
足，只有一座60年代建成的装机容量只有424千
瓦的小型发电站，设备陈旧，供电不足，电灯不亮
的事时有发生。州府所在地只有一条街道，一个
国营旅社，没有一个象样的宾馆。基础设施滞
后，严重制约着迪庆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百废
待新，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当时担任省委副书
记、迪庆州委书记的七林旺丹向省委反映了迪庆
州的各种困难，提出建设汤满河电站，解决电力
不足的问题。省委对此很重视，省计委很快下发
了批文。那时候，七林旺丹己是中央候补委员、
省委常委、副书记，迪庆州委书记，迪庆军分区政
委，同时还兼任着中甸县委书记、新联大队党支
部书记。云南省委根据旺丹一身兼任多职的情
况，对他提出了“三三制”的具体要求，即三分之
一的时间在省里上班，三分之一到地州调研，三
分之一到基层。旺丹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对基
层熟悉，不习惯蹲机关坐办公室。对于身兼数职
的七林旺丹来说，总希望多深入基层，多了解情
况，多做一些实际工作。只要省里开完会处理完
日常事务，他就往迪庆跑，汤满河电站建设期间，
他先后8次深入电站工地，听取电站指挥部的汇
报，共同研究施工方案，帮助解决机器设备、物资
供应、资金紧缺等急需解决的困难。1977 年 7
月，工程进入倒计时的冲刺阶段。面临时间紧，
任务重的关键时刻，七林旺丹主持召开州委常委
会议，提出党、政、军、民总动员，工、农、商、学齐
上阵，奋战汤满河电站，实现提前俊工发电，向建
州20周献礼的口号，并作出具体部署。每个州委
常委都作了具体分工，分头抓落实，任务分解到
部门，责任落实到个人。旺丹先后到迪庆军分
区、省属企业小中甸林业局召开会议，作动员，组
织队伍上阵。州级机关各部门、厂矿企业、学校
教职工，雷厉风行，由领导带队进入工地，挖坑、
扛电杆、架设输电线路。把每根水泥电杆运送到
预定位置，有的地段不通公路，没有机械设备，全
靠人的双手和肩膀，把几吨重的水泥电杆从河谷
扛到山顶，30多公里路程，人们肩扛电杆，喊着号
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到处是热火潮天的场
面，一个个汗流如雨，眼冒金星，肩膀又红又肿，
腿脚酸痛，仍没人叫一声苦和累。那种“人心齐，
泰山移”的阵势，气吞山河。那吃苦耐劳不计较
得失乐于奉献的精神，现在的人们是难以想像

的！由于电站指挥部干部、工程技木人员的努
力，全州各行各业和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援，团结
协作，勇于拼搏，汤满河电站实现了提前竣工发
电。迪庆各族人民用双手谱写了一曲艰苦奋斗
的颂歌。汤满河电站的建成，为迪庆的经济腾飞
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
给居住在中甸（今香格里拉）尼西乡高山峡谷的
藏民送来了光明。来自汤满河电站的电流如神
话中的“夜明珠”，照亮了金沙江两岸的村村寨
寨，结束了千百年来月亮当灯、木柴照明的日子。

修筑东旺公路
七林旺丹和陈康将军认识，是上世纪六十年

代他成为全国民兵英雄，被中央军委授予“雪山
雄鹰”光荣称号以后。旺丹到省里工作，他们要
常在一起开会，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加上陈康将
军是军人出身，说话办事干脆利索直来直去。旺
丹也当过民兵扛过枪，也有军人直爽的性格，俩
人很快就熟悉了，相互之间言谈随便，没有拘
束。陈康将军请旺丹到家里做客，拿出贵重的茅
台酒招待他，亲自在酒杯里为他斟满洒。七林旺
丹每次上昆明，陈康将军都要邀请旺丹到家里喝
上两杯，叙叙家长。有时他也来旺丹的住处聊
聊。来往多了，交情也加深了。在一次交谈中，
旺丹提出请陈康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到他的家乡
新联看看。陈康也高兴地答应了。

1971年，正是“农业学学大赛”搞得轰轰烈烈
的时期，七林旺丹还担任着新联大队党支部书记
职务。这一年12月的一天，旺丹正忙着接待到新
联参观的外地客人，突然接到省里的电话，说陈
康将军要来新联。那时候，东旺乡全境还没有一
寸公路，到新联要徒步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
山，山上空气稀薄，缺氧，路途艰险。旺丹带了几
个藏民到翁水迎接，路上和陈康将军边走边聊。
旺丹说，新联大队这些年修水渠，建电站，开梯
田，因为不通公路，各种机器设备一件件全靠人
背马驮，走两三天路程，爬雪山过峡谷运到新联
的。旺丹还把陈康将军带到自己家里，按照藏家
的习俗，给尊贵的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敬上自
酿的青稞酒，品尝醇香的酥油茶。旺丹抱歉地
说：“我们这里山高路险，没有蔬菜，条件艰苦，生
活简单，没有好东西招待，对不起陈司令。”陈康
将军在新联期间，参观了新联大沟，层层梯田，新
联电站，他高度赞场新联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吃苦耐劳改变家乡面貌，让雪山峡谷换新天
的革命精神。他说，百闻不如一见，你们靠双手
在贫瘠的山坡上开出平整的梯田，在悬崖陡壁上
修出一条条水渠，让荒山秃岭披上绿装，这种精
神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敬佩。说完，将军把头转
向旺丹，关切地问道：“旺丹同志，你看，还有什么
困难需要我向上反映帮忙解决的？就提出来
吧。”旺丹说：“陈司令不辞辛劳来到新联，这里的
环境条件你都看到了，抬头是雪山，出门就爬坡，

看天一条缝，看地一条沟。老百姓去一趟县城还
要翻几座大雪山。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早日修
通东旺公路，缩短和内地之间的距离，过上和内
地人一样的好日子。要说困难，这是我们最大的
困难，也是老百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拜托
首长，一定把修东旺公路的事放在心上。”陈康将
军听完旺丹的话说道：“你的心情，老百姓的要
求，我理解。作为个人，我当然同意修东旺公
路。但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回省里还要向省委汇
报集体研究。也让分管的同志亲自下来看看，提
出具体方案”。

后来，旺丹进了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常委、
省委副书记，同时兼任迪庆州委书记、东旺公社
新联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
他又把修东旺公路的事提出来，作了专题汇报。
他讲了东旺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的特殊自然环境，
生活在这里的藏民与世隔绝一年难得出来一次，
讲了毗邻藏区的四川乡城一些乡镇通了公路后
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还讲了修通东旺公路对加
快藏区发展的意义。东旺公路经过的很多地段
都是冻土地带悬崖峭壁，地质结构复杂。旺丹要
求有关部门，把技术装备较好，施工经验丰富的
省公路六团从西藏芒康调来，让他们帮忙修筑东
旺公路。旺丹直接找了分管项目建设的领导左
奎元，和他商量修筑东旺公路的相关事项，并和
时任州委副书记的阿多美陪同左奎元一起到东
旺，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了7天，研究了东旺公路的
走向以及相关具体问题。

东旺公路全长 65 公里，总投资 1 千多万元。
工程于1973年云南省计委批准后正式开工，由省
公路设计院设计，云南公路工程局第六工程处负
责施工。筑路工人在气候严寒，高海拔、缺氧、山
势险峻、环境及其恶劣的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风餐露宿，熬霜斗雪，不怕流血牺
牲，在刀削斧劈般悬崖绝壁上点火放炮悬空作
业，头顶白云缭绕，脚下是万丈深谷。他们打 通
了猴子见了掉眼泪的“飞悬崖”、“胜利关”等无比
艰险的鬼门关。在修筑东旺公路过程中，七林旺
丹多次深入工地慰问，看望筑路工人，帮助解决
了粮油供应不足等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远在省城的陈康将军也非常关心，经常向旺
丹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为了修通东旺公路，把幸
福带给世世代代居住在雪山怀抱中的藏族同胞，
在修筑东旺公路中先后有18名来自全省各地不
同民族的筑路工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把鲜血撒
在雪山峡谷，长眠在硕曲河畔。每当七林旺丹从
外地回东旺老家，经过掩埋着 18 位烈士的地方
时，心里就会感到沉痛，他都要司机停车，走到坟
墓前，向烈士低头致哀，心里默默地念着：请安息
吧，东旺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1975年东旺公路竣工通车。东旺公路在省道
中乡公路大雪山北侧分线，从海拔4000多米的雪
山垭口盘旋而下，降至海拔2000多米的德木席河
岸边，然后沿硕曲河（东旺河）一直延伸到新联的

“江”社。东旺公路像一条彩带，把硕曲河沿岸的
上游、跃进、中兴、新联等 10 多个村庄串连在一
起。多年以后，旺丹已进入古稀之年，他回忆起
修筑东旺公路的前前后后曲折经历，陈康将军的
身影就出现在眼前，在他的回忆录《迎着金太阳
飞翔》中，他把修东旺公路的过程，专门作为一个
篇章作了记述。2002年5月23日，雪山雄鹰七林
旺丹尊敬的老首长陈康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92
岁。作为将军的生前好友，他参加了在昆明金宝
山举行的“阵康同志部分骨灰安放仪式”，见到了
将军的亲属。想起将军生前对他的关爱，关心东
旺公路建设，情系边疆民族地区的往事，平时很
少流泪的康巴汉子七林旺丹，此时怎么也控制不
住自己，一下子老泪纵横……

七林旺丹家事
在七林旺丹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副书记

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期间，除他参加工作
外，他的家属都在东旺老家，一家四人在农村当
农民。妻子拉初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拉
扯着 三个孩子，抚养年迈的老母亲。白天参加
队里的集体劳动，早晚有点空就捻毛线、织麻布，
为丈夫编织毛衣，默默地帮忙丈夫，养儿育女，操
劳家务，接待旺丹的客人。由于旺丹平时忙于工
作，很少有时间回家照顾家庭和孩子，致使孩子
们没有上学念书的机会。三个女儿中只有二女
儿知诗读过几天初中，大女 儿没有上完小学就
辍学回家干农活。省委领导很关心旺丹的家庭

困难，几次提出解决旺丹爱人拉初的非农业人口
问题，甚至已安排旺丹爱人在省级机关做临时
工。作为当时身居高位的七林旺丹，要安排家属
到昆明，解决夫妻分居、子女入学问题是顺理成
章，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旺丹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怎么能只考虑个人的利
益得失？再说，妻子习惯了农村生活，不会讲汉
话，生活也不方便，觉得还是在家乡当农民好。
为此，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和他谈过，说服旺丹把
爱人拉初和孩子带到昆明，这样生活上也可以互
相照顾，孩子们也能在城里读书。为从中甸搬昆
明的事，省委书记周兴几次在不同场合和旺丹谈
过话，第一次讲了两句话：你不要回中甸了，要把
家安在省里，全家搬昆明。旺丹说，我每月的工
资49元，怎么养活全家。周兴说，这些不用担心，
你爱人马上可以安排到事务管理局上班，孩子在
昆明上学。旺丹还是没有表态。周兴接二连三
来做工作，要旺丹把全家都搬来昆明。一次次地
好心相劝，都被旺丹一次次婉言谢绝。他说,：

“在农村，只要有土地就不会饿肚子。我文化低，
以后难免犯错误。如果有一天我犯了错误，一个
人卷起铺盖就可以回家种地，什么也不用牵挂”。

七林旺丹到省、州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党组织
关系一直在他原来所在的香格里拉县新联大队
党支部，直到他2016年4月在昆明病故。雪山雄
鹰七林旺丹的心，永远向着雪山，想着父老乡亲。

旺丹的大女儿至今还在新联老家当农民。二
女儿知诗卓玛是迪庆州民族中专学校合同工，现
已退休，在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市定居。小女儿
七红英在州藏医院工作，也是合同工，不幸遭遇
车祸遇难，对旺丹打击很大。爱人拉初一直没有
工作，这些年从迪庆到昆明，旺丹到哪里她跟着
到哪里，形影不离，照顾旺丹的生活。旺丹晚年
患食道癌住院一年多，她和女儿知诗卓玛一直守
护在身边。旺丹回想起来，总觉得对不起爱人和
孩子们，欠他们的太多。不过，如今孩子们还算
争气，靠自己的勤奋劳动，努力工作，都建立了幸
福的家庭。

雄鹰飞得再高，在暴风雪中也有迷路的时
候。正应验了七林旺丹的预料，“文革”后期，由
于文化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辨不清方向，
被一些人利用，让时任省委副书记书只有小学文
化的旺丹当省“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他犯了
错误，组织对他作了降级降职处理。但组织没有
让他回家种地，而是根据他的要求，先后安排他
到省民委任副主任，后又让他回迪庆当州政协副
主席。对他这样的处理，旺丹并没有什么想不
通。只要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事，官大官小都一
样，照样为人民服务。他在州政协副主席任上，
分管提案处理工作，经常下乡调研，工作尽心尽
力。从州政协退休以后，旺丹仍然为改变家乡面
貌不停地奔忙，为了贫困山区修路架桥的事，他
一次次写项目报告，找州县领导反映，到省交通
厅、省民委要资金。为使用好资金，他不顾年迈
多病，有时吃住在工地，用筹措的资金修通了从
新联村公所到勒布村的乡村公路，在边远的格咱
乡赞茸村修了人马驿道，架设了钢筋水泥大桥。
直到病倒住院躺在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四川德
荣至香格里拉县东旺色聪公路的修筑情况。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七林旺丹。省委老领导丹
增、张宝三，省人大副主任江巴吉才和迪庆州州、
县领导，在旺丹病重住院期间，都来看望过他。
省里还在金牛小区为旺丹解决了住房，安排他到
省外参观，尤其让他高兴的是，他的孙男孙女都
喜欢读书，有上进心，个个都有出息，正在健康成
长，孙女七林 拉姆大学毕业后在昆明找到了工
作。

七林旺丹走了，“雪山雄鹰”精神还在。

永 远 的“ 雪 山 雄 鹰 ”
—— 七林旺丹人生片断

●和吉昌

▶手握钢枪。

▲参加全国会议期间。
◀晚年家庭照。

▲宣传画。


